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关于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
一系列重大部署，如“实施支
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
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
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等。氢能是一种来源较
为丰富、绿色低碳且能够应用
广泛的二次能源，可以有效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对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有着
重要意义。氢能产业是战略性
和先导性的新兴产业，需要以
全球视野来谋划和推动。自治
区为了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出台了 《广西氢能产业发展
中 长 期 规 划 （2023- 2035
年）》。柳州市顺应氢能产业
发展大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全力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柳州市发展氢能产
业初期应关注以下内容：

一、有计划培育
柳州氢能全产业链

柳州培育氢能全产业链，
重点在制氢运氢储氢、氢燃料
电池系统、氢能汽车等方面下
功夫，打造有柳州特色的氢能
产业集群。一是用好现有柳州
工业制氢的基础。柳化氯碱公
司烧碱生产中副产大量高纯度
氢气，辅之以相应的工艺流程
改造可以为柳州氢能产业启动

阶段供应良好氢能。但应注意
到柳州市在突破固态储氢材
料、低温液态、高压气态等储
运环节关键材料和装备的核心
技术方面有明显短板，这正是
柳州市发展氢能产业努力方向
之一。二是重视培育柳州氢燃
料电池产业集群。支持上汽通
用五菱等企业开展氢燃料电池
产品开发和应用，形成系列化
规模化产品，注重支持企业打
造氢能产业关键零部件 （高压
储氢瓶等） 生产基地。三是依
托柳工等企业的工程机械制造业
优势，支持企业发展以氢能为动
力的挖掘机、叉车等，拓展氢能
工程机械等产业链；发挥上汽通
用五菱、东风柳汽等企业在氢
能产业链主优势，东风柳汽已
经获得氢燃料电池整车生产资
质，可有效带动柳州制氢、加
氢站等氢能产业生态链建设，
逐步形成“制氢-生产氢燃料电
池汽车-加氢”产业链；依托柳
州深厚的汽车产业基础和持续
技术创新，探索发展氢燃料电
池重卡、轻卡等，优化发动机
和动力总成集成与控制技术，
提升相关产品批量生产能力。

二、引进社会资
本支持柳州氢能产业
创新

柳州发展氢能产业离不开

金融的支持，如条件允许，建
议成立柳州市氢能产业引导基
金，资金主要流向支持氢能产
业创新，重视统筹用好国家和
自治区资金支持氢燃料电池汽
车关键零部件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应按事后奖补形式展开。
围绕柳州发展氢能产业链关键
技术，支持上汽通用五菱、东
风柳汽、柳工、柳化氯碱等企
业开展氢能技术研究和相关产
品研发，争取在柳州布局建设
自治区级氢能产业创新中心、
氢能技术创新中心、检验检测
中心等创新平台等，努力让柳
州成为广西氢能产业发展关键
城市。

三、多角度拓展
氢能应用场景

《广西氢能产业发展中长
期规划 （2023-2035 年）》 对
柳州市提出氢能产业具体示
范场景。一是积极推广氢能
交通应用，加大中重型、中
远途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
应用，建立氢燃料电池汽车
与 纯 电 动 契 合 互 补 发 展 模
式；重点在钢铁、水泥等运
营强度大、行驶路线固定的
工业园区，开展氢能重卡短
途倒运运输路线示范；在人
口规模较大且产业基础较好
的柳州等城市，开展氢能公

交 、 环 卫 车 商 业 化 运 营 示
范 ； 推 动 建 筑 施 工 转 型 升
级 ， 开 展 中 短 途 运 输 渣 土
车、牵引车和搅拌车等氢能
工程车辆应用。柳州市在拓
展氢能产业交通应用场景上
有坚实的基础，上汽通用五
菱与佛山仙湖实验室、武汉
理工大学密切氢燃料电池汽
车产学研合作，实现从关键
零部件如高压储氢瓶到氢燃
料电池汽车整车集成的国产
化；东风柳汽 2024 年 8 月向
天津荣程新能交付首批 100辆
氢 扬 动 力 Fe6-150kw 氢 能 重
卡。二是柳州工业城市的特
点决定了柳州市在逐步探索
工业领域氢能替代方面有应
用基础。柳钢集团秉持“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化、国际化”，在防城港钢
铁基地开展氢能应用，适时
在其它工业领域推广氢能成
为生产过程中高品质的热源
等。

四、加强与国内
国际氢能产业领域合
作，实现融合发展

一是柳州市不断加强与
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氢能产
业先进地区和企业的氢能产
业合作。目前柳州市部分县
区已经与江苏省氢能技术创

新中心、苏州市氢能产业创
新中心、氢朝能源科技 （上
海） 公司、氢朝能源装备公
司 等 科 研 院 所 、 企 业 合 作 ，
共同研究柳州氢能产业规模
化、安全利用氢能的发展路
径。此外，柳州市在氢能产
业领域与“中国氢能产业之
都”佛山进行合作发展，借
势开展柳州的氢动力系统创
新、可再生氢及氢基绿色燃
料应用，有效促进柳州市氢
能产品的快速迭代。二是用
好 中 国 — 东 盟 自 由 贸 易 区 、
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合作对
话机制和平台。柳州市相关
企业择机与部分东盟国家开
展氢能产业合作，部分东盟
国 家 亦 有 绿 色 低 碳 合 作 要
求。如越南 《2021 至 2030 年
面向 2050 年绿色增长国家战
略》 提出开展绿色低碳国际
合作，承诺将于 2050 年之前
实现净零碳排放。柳州市用
好氢能产业优势，积极同越
南相关企业开展氢能产业技术
交流、标准对接等，逐步开展
国际间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氢能产品研发等，用好
RCEP、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
大机遇，实质性推动柳州氢能
产业的扩大开放，实现柳州氢
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柳州市委
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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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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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履职能力 推动柳州高质量发展

□郭立伟

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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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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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发展 柳州氢能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柳宗
元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
家，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
化宝藏。深入剖析柳宗元在哲学观念、
政治理念、文学创作等方面所展现出的
民族文化内涵，旨在促进对柳宗元各方
面的思想主张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传
承与弘扬，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
柳州文化强市提供历史智慧。

一是柳宗元哲学观念中的民族文化
根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秉持着朴素的
唯物观，如在 《天说》 中对“天”的阐
释，“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其本质与
果蓏、痈痔、草木等自然之物无异。”他
认为天地、元气、阴阳虽大，但并无意
志，指出天是自然的，和瓜果草木一样，
不能赏功罚祸。这一观点批判了韩愈的天
命论，他明确提出“功者自功，祸者自
祸”。认为功与祸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和
天无关，人们将存亡得失寄托于天，期望
天对人实施赏罚或怜悯，是极其荒谬的。
柳宗元在 《天对》 中写道：“本始之茫，
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
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
何为焉。”在此，柳宗元明确指出在天地
形成之前，世界处于一种混沌未分的状
态，天体极其广大，没有边际，没有中
心，而在这种状态中，宇宙是由物质性
的“元气”构成，只有元气是唯一的存
在，天体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无功无
作”，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创造力量，也不
是人力的作用，也没有外来的推动者，
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本原。他根据当时
的科学知识说明宇宙是物质的，世界是
无限的，自然界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其强调自然规律而非神秘的
天定命运主宰人事，这种思想与中国古
代传统的务实、理性的哲学思维一脉相
承，反映出中华民族尊崇自然、探索规
律的智慧。它体现了民族文化中对世界
本质进行理性认知的倾向，不盲目迷信
超自然力量，而是倡导通过观察与思考
把握事物运行机理，是中华民族科学精
神在古代思想领域的一种体现。

二是柳宗元政治理念中的民族文化
映射。柳宗元的政治理念中，民本思想
尤为突出，体现出民族平等的观念。柳
宗元在 《送贾山人南游序》 中写道：“夷
夏若均，莫取其是非。”这句话通过称赞
贾山人，体现了柳宗元所认同的民族平
等观念，即不区分“华夏”与“夷狄”
的高低贵贱，应平等看待。其在 《柳州峒氓》 中也写
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鹅毛御腊缝
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
文身。”诗中所描写的“峒氓”是指当时柳州的各族民
众，虽然他们与柳宗元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存在
差异，但从“欲投章甫作文身”一句可看出，柳宗元并
没有因这些差异而排斥或贬损当地少数民族，反而表达
了想要融入其中的愿望，这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文化习
俗的尊重以及民族平等的态度。唐代民族交流频繁，但
民族矛盾也不少。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提出：“使贤者
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这一理念延伸到民
族关系上，意味着各民族应平等相待，不以血统、地域
区分贵贱贤愚，有才能者皆可担重任，体现了民族平等
的先进思想，有利于民族融合与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
交流互鉴。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写道：“孰知赋敛之
毒有甚是蛇者乎！”更是直接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统治下赋
税剥削之毒的深刻批判，揭示了百姓所承受的苦难根
源，呼吁统治者关注民生、减轻赋税徭役。这一思想深
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本主义文化传统，从先秦儒
家的“民为贵”理念传承发展而来。它体现了中华民族
文化中对民众力量的重视，认为民众是国家根基，统治
者应施仁政以保障百姓福祉，反映出民族文化中对社会
公平正义、和谐稳定治理秩序的追求。

三是柳宗元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文化元素。柳宗元的
散文成就极高，他的山水游记、寓言故事等文学体裁的
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其文学作品无论
是山水游记还是寓言故事，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元
素。在山水游记中，不仅描绘自然风光，还融入了个人
的情感和思想，如其在 《始得西山宴游记》 中写道：

“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穷。”体现了作者在游览西山时，与自然融为
一体，感受到了心灵的解脱与超越，同时也流露出对自
身境遇的感慨。他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与寄情，使古代山
水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化相
契合，山水被赋予了人格精神与文化内涵，成为文人墨
客表达情感、追求精神境界的载体。而寓言故事则以简
洁生动的形式传达深刻的道理，如 《黔之驴》 中写道：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
下。”这里通过“好事者”将驴带入黔地却“无可用”，
讽刺了那些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引进或推崇某些事
物、人物的人，最终导致这些事物或人物在新环境中无
法发挥作用，只能被闲置。通过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寓
意，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擅长的讽
喻传统的体现，其为中国古代寓言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丰富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文学宝库。通过寓言故事
劝诫世人，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中注重道德教化、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的特点。

柳宗元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
涵，无论是在哲学、政治，还是文学方面的思想成果，
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深入挖掘其中
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推
动文化强市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塑造民族精神都有
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研
究和传播柳宗元的思想，让这一古代思想宝库在现代社
会持续绽放光芒。 作者单位：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黄志华

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
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柳
州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
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把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
产力、建设制造强市作为推动
柳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努力走出一条“务本
求实、创新求变”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各级干部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之路的关键性要素，必
须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立足柳
州优势和发展定位，着力提高
推动柳州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
力、学习能力、改革创新能力
和执行能力。

一、全面增强政治
能力，坚定柳州高质量
发展的正确方向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市
是柳州当前和今后发展的关键
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
治高度来看待柳州高质量发展
问题，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

治能力。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
治敏锐性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把握推动柳州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要求，不断提高见微知著、
明察秋毫的能力，锻造坚定的
政治定力。要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
述的重要要求，全面客观分析
当前柳州发展形势，正视困
难、直面问题、坚定信心、扛
起责任、推动工作，提高政治
领悟力。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责任担当，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老实人，提高政治执行力。

二、全面增强学习
能力，夯实柳州高质量
发展的知识支撑

在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各级干部作为中坚力
量，其学习能力关乎一个地区
是否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关

乎高质量发展部署是否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各级干部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的态度对待学
习，通过学习不断掌握推动高
质量发展所需的新理论、新知
识、新技能。要不断加强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在以学铸魂、
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上下功夫见实效。必须把牢
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
刻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
学内涵，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
摇、不偏向。必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出实招、见
实效。必须全面学习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增
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

三、全面增强改革
创新能力，激发柳州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创新，既是应对复杂

外部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各
级干部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与
能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观
念、做法，敢于打破条条框
框、思维定势，打破自大、自
傲、自弃、自我的心态，满怀
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通过
坚持不懈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
题，以“实干为要、创新为
魂”的鲜明导向，推动柳州高
质量发展。各级干部要当解放
思想的先行者，从陈旧的发展
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过
时的条条框框的阻碍中解放出
来，让思想观念、思维模式、
行为方式跟得上新时代要求；
要当解放思想的推动者，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战略部署上来，凝聚改革共
识，形成改革合力；要当解放
思想的践行者，运用党的创新
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

四、全面提高执行
能力，落实柳州高质量
发展的各项部署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中
央、自治区党委作出的重要部
署，是柳州加快破局求变、突
围求进的迫切需要，这些部署
只有通过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和扎实有效的具体行动才能落
到实处。各级干部要增强执行
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
的能力，自觉服从大局、开展
行动，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
实落地落细。各级干部必须砥
砺实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
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
干家，以实干担当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
观错位，着力解决乱作为、不作
为、不敢为、不善为问题，大力
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
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
部，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久久为
功的毅力攻克难关，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执行落实，推动柳州
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
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号角，如同一股强劲有力的春
风，激荡着柳州不断改革向
新、重振雄风。作为柳州一个
少数民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
治县始终以“追赶者”角色咬
定目标不放松，心无旁骛抓落
实。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是三江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坚定践行者，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贡献力量。

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践行者，三江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同
时，深刻认识和把握全面深化
改革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大

意义，深刻理解与把握全面深
化改革是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的
根本动力与迫切需求。切实提
高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
动自觉。

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践行者，三江要立足
于发展实际，不断推动本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发
展结构上，坚持把特色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作为强劲引
擎，扩大规模，提质增效。在
文旅融合发展上，坚持把侗乡
特色民俗风情作为亮丽名片，
不断增添底色和亮色。在城乡
功能布局上，坚持推进侗族特
色名城建设，优化空间，美化
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改革发展上，坚持把全面深
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不断突
破发展难点痛点，激发经济社
会发展内生动力。在社会民生
保障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群策群力做好民生
服务，同心同德构建幸福三
江，持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政府
自身建设上，坚持把政治建设
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持续纵深推进从严
治党，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践行者，三江要不断
挖掘自身特色优势资源。一是
通过深挖特色旅游资源，持续
推进程阳八寨国家 AAAAA 级
旅游景区建设，进一步锻造

“千年侗寨·梦萦三江”金字
招牌；加快推进“万亩茶园”
等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二是
深挖民俗文化资源，三江拥有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侗族大歌、侗族多耶、侗戏等
非遗资源，充分展现了三江少
数民族文化的特色魅力，也是
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缩影。
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实现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
而讲好三江民族文化精彩故
事。三是挖掘文化旅游经济效
能，加快培育消费新热点，借
鉴国内某些网红城市文旅经济
发展经验，利用三江“百节之
乡”的声誉，有意识引导发展
网红经济、夜间经济，不断培
育壮大三江的文化特色产业经
济。四是挖掘优质生态资源，
推进文旅+康养等领域的融合
发展，建设一批高品质康养旅
游项目，打造一批高品质文
旅+康养旅游高地。

自觉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践行者，三江要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所
作为。三江有一处名叫“三省
坡”的地方，接壤湖南、贵
州、广西三省 （区） 的六县，
相互间经常开展月也 （村与村
之间相互走访做客） 等活动，
是三省 （区） 六县各族群众历
来不辍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

成为了三江等周边省份六县群
众的“精神家园”。一是要坚
持高层谋划，顶层设计，统筹
推进，加强三省 （区） 级层面
联合谋划，制定三省 （区） 级
政策和实施方案，形成三省

（区） 联合构建共识。出台标
准方案，包括界定“三省坡”
概念，制定“三省坡”区域民
族传统习俗文化的统一标准。
二是要不断加强完善道路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便利环境
和体验条件，为“三省坡”六
县之间地方资源更好流通、产
业发展更好互通、文化交流更
好共通等提供便利条件，也为
外来游客参观游览、研学体
验、培训学习等活动提供良好
体验环境。三是要加强产业互
联互通，推进产业共兴共享，
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共兴发展
机制。

作者单位：中共柳州市委
党校、中共三江县委党校


